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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 本报记者 王薛淄 文/摄
日前，北京发改委发布消息称，为了

进一步推动节能减排工作、促进绿色消
费，今年北京首次面向全市居民家庭试
点推广 LED灯。从 6月 4日起，北京市
将向市民发放 LED灯电子消费券。本
次试点推广量约为10万只LED灯，将通
过苏宁易购、京东两家电商平台集中发
放一批 LED灯消费券（7折券），最高补
贴150元。

推广使用 LED 照明逐渐成为创建
绿色家庭的新亮点。

照明节能减碳具有较大潜力

半导体照明（LED）是继紧凑型荧光
灯（即普通节能灯）后的新一代照明光
源，具有节能环保、寿命长、体积小、应用
广泛、色彩丰富等特点。数据显示，目前
我国照明用电占全社会用电 15%以上，
LED灯无论是全生命周期、还是在使用
阶段都具有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一
般一只 5瓦的 LED灯可以替代 40瓦白
炽灯或10瓦普通节能灯。

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以
北京单个普通居民家庭为例，每年家庭
照明用电约150度，电费开支约73元，而
在全部更换成LED灯后，年用电量仅为
75 度左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64 千

克，可节省电费开支近一半。同时，LED
灯具备半导体特性，更加便于智能控制，
可实现按需照明，节能效果更加显著。

根据 2019年北京市居民行为节能
状况调查，北京市家庭LED灯推广潜力
约为3750万只，相比普通节能灯可实现
年节能量约10万吨标准煤，年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约 31 万吨，促节能作用超显
著。当前，北京市居民生活能耗占全市
总能耗近四分之一，在推进碳减排碳中
和进程中，照明节能减碳具有较大潜
力。简言之，使用LED照明是广大市民
为碳减排碳中和做贡献的重要途径，也
是首都市民践行绿色生活方式的重要内
容。

一站式无接触的绿色消费

此次活动推广量约为 10万只 LED
灯，灯型较以往更丰富，包括以下四种：
LED球泡灯、LED台灯、LED平板灯、LED
吸顶灯光源（灯盘灯板灯芯），产品价格从
十几元到几百元不等。此外，为响应前期
试点街道和社区居民的诉求，今年的LED
灯具推广试点简化了以往的现场用户信
息登记及审核环节，在线上设置用户承
诺，即消费者领取消费券前阅读“每名消
费者只限在一个平台领取消费券”的唯一
性承诺须知，之后在线领券、购买，实现全
程一站式无接触消费。

6月9日，记者在北京市发改委相关
文章的指引下，分别在京东、苏宁易购
APP上领券进行试用。在京东平台，已实
名认证的消费者可以登录京东APP，打开

“家装”分会场，点击“家装建材618狂欢”，
进入“北京LED消费券专区”入口，领取消
费券；在苏宁易购，实名认证的消费者登
录苏宁易购APP，点击首页“北京LED消
费券专区”入口，领取消费券。

领到相对应的消费券后，消费者可
在“我的优惠券”找到LED消费券，点击
进入补贴产品页面挑选，或在领券原路
径找到“北京 LED消费券专区”直接选
购。订单收货地址须在北京，结算时勾
选LED消费券，可抵扣补贴金额。记者
在京东平台上，点击一台价值 159元的

雷士（NVC）LED光学台灯进行试购，在
使用7折优惠券后，直接减免了47.7元。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每名消费者只
限在一个平台领取消费券。为避免同一
用户在多个平台或多次领取消费券的行
为，北京市发改委委托相关机构定期通
过后台对各电商平台数据进行唯一性信
息比对核验，对违反规定的消费者及时
提醒告知，并退回多领的消费券。

班彦，有幸福、富裕之意。但在以前，青海省海东市互助
土族自治县五十镇班彦村却常与“贫穷”联系在一起。

有多穷？“我叫余七十三。”班彦村村委会主任说，“那时
候吃不饱、穿不暖，也缺文化知识，我出生时爷爷73岁，他便
随口给我起了这个名字。”

改变发生在2016年，班彦村五社、六社列入易地扶贫搬
迁规划，沙沟山上的484名贫困群众集中安置到山脚下的新
村落。2017年底，班彦村提前整体脱贫。

开启新生活，在村两委班子的带领下，干部群众拧成一
股绳，促党建、兴产业、办教育，共同走出了一条致富路。

“搬出穷山沟，过上好日子”

雨后初晴，班彦村笔直的村道被冲洗干净，一幢幢房屋
整齐排列，红顶白墙，别有韵味。

“当初的顾虑真是多余的。”走进张卓麻什姐家，电热炕、
燃气灶、自来水一应俱全。“房子、家具，政府全都配备好了，
按时髦说法，这叫拎包入住！”

搬迁之前，要想下山，只有一条山路，7公里长，8道弯儿，晴
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张卓麻什姐从小住在山上，日子虽然
穷，但对一草一木都有感情，听说要搬迁时，她起初有些犹豫。

班彦村党支部书记仲关因保是名老党员，负责搬迁动员
工作。那段时间，他常在山上一座座木头棚子里进进出出，
挨家挨户解释搬迁政策。村民们也提出了问题：在山上，我
们还能种地，下山了能干啥？不如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山上出行难、吃水难、看病难、上学难……哪个不难？
咱们得努力，搬出穷山沟，过上好日子。”仲关因保劝说大家，

“党和政府一定会帮助大家想办法脱贫致富。”
2016年农历十月初八，484名贫困群众带着他们的大包

小包，一同从山上搬下来。张卓麻什姐回望着自己走了近半
个世纪的山路，欣然作别。

“致富金钥匙，就在咱手里”

下山后，仲关因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村干部开会找
出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驻村第一书记袁光平一句话说到
了点子上：“发展产业要因地制宜，致富金钥匙，就在咱手里。”

上级政府为班彦村搬迁居民争取了每户5400元的产业
扶贫资金，村委会用这笔资金修建了129间畜舍，为每户贫
困群众分配了1吨饲料。

可张卓麻什姐高兴不起来，“一袋饲料几十斤重，自己扛
不动，孩子们都外出打工了。”看着大家忙得热火朝天，“感觉
自己赶不上趟”。

袁光平登门了：“听说你会盘绣？”张卓麻什姐一听来了
兴趣：“我从小就学，无论是云纹、菱形，还是其他的各种样
式，没有我不会绣的。”

村里争取资金修建盘绣园，联系文化公司，采取“公司+
村党支部+盘绣基地+农户”的模式，妇女们农闲时节可以把
家传的手艺转化成收益。

在村里的帮助下，张卓麻什姐被评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土族盘绣代表性传承人，“每月光工资就能拿几千
元”。如今，她带领144名妇女，有空就聚在盘绣园切磋技
术，“巴掌大小的盘绣卖50元，盘子大小的卖200元，每天还
有20元补助。”

发展致富产业成了村里最重视的事。在村两委带动下，酩
馏酒酿造、农家乐等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村子还在变，越变会越美”

村党支部的带动作用越来越强，村民也越来越有干劲。有村民说，“干群拧成一股
绳，共同走好致富路”。

村民吕有金打记事起就帮爷爷烧制酩馏酒，从小学了这门传统酿酒手艺，除了种庄稼
之外，靠酿酒也赚了一点钱。眼看着新村环境好了，交通便利，信息也畅通，个人开家酒坊
的想法越来越强烈。“不过，村里已经有了酩馏酒厂，还能支持我吗？”吕有金有点拿不准。

“个人有致富好思路，村里一定要鼓励。”吕有金没想到，自己的想法得到了村党支
部的大力支持，于是，扩建自家院子，盖起二层小楼，消毒间、储藏间、发酵间、沉淀间、包
装间和酿酒设备一应俱全。

2019年，吕有金顺利办了生产许可证，“吕有金酩馏酒”正式挂牌，酒坊也慢慢地走
上了正轨。这几年，吕有金每年收入都在10万元以上。

从山上搬到山下，吕有金的手艺没变，变的是身边的环境。“‘好酒不怕巷子深’的时
代过去了，村子的发展振兴也让酒坊更火了。”吕有金说。

互助土族自治县委组织部部长靳才说：“基层党支部就是要不断增强组织能力，凝
心聚力，带领大家共同致富，班彦村就是很好的榜样。”

如今，班彦村村民的腰包鼓了，想法也在变。村里举办各种活动，再也不用动员了，
都踊跃参加；大家开始自觉参加环境整治，家门口打扫得一尘不染，还种满了各种花
卉。“村子还在变，越变会越美。”仲关因保笑着说。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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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头金满地，又迎麦收季。“瞧这金灿
灿的麦粒，真是喜人！”河南省荥阳市新田
地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杰笑逐颜开。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农业是基础性产业，中国现代化离
不开农业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坚持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是总方针，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总要求，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
体系是制度保障。”

回望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充分
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
把为广大农民谋幸福作为重要使命。改
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亿万农民率先拉
开改革大幕，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
产力，推动农村全面进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
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总方针，启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化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农业生产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如今，在大江南北的希望田野上，平
田用上了北斗导航，喷药用上了无人机，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成了种地的好帮
手，农业高质量发展绘就一幅幅壮美画
卷。

粮食产量攀新高，大国粮仓根基牢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
来说，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
头等大事。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们党的领导
下，我国粮食生产在不懈探索和制度创新
中取得新突破、实现新跨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粮食生产，高屋建瓴
地提出了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走出了一
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

粮食产能持续巩固。粮食产量从新
中国成立之初的2264亿斤，增长到2020
年13390亿斤，并连续6年产量稳定在1.3
万亿斤以上，大国粮仓根基越来越牢固。
我们把饭碗牢牢地端在了自己手里，创造
了用不足世界9%的土地资源养活世界近
20%人口的伟大奇迹，这充分体现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完善制度供给，提高种粮抓粮积
极性。

近年来，我国不断稳定和完善稻谷小
麦最低收购价、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等政

策，扩大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
入保险试点范围。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
后再延长30年，让亿万农户吃下定心丸，
全国2亿多农户领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
证。

——扩大种植面积，稳住粮食生产根
基。

通过采取强有力措施恢复早稻生产，
确保水稻面积常年稳定在4.5亿亩以上、
产量稳定在2亿吨以上。今年，我国将确
保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17.5亿亩，夯实粮
食丰收基础。

——提升生产能力，确保产得出、供
得上。

实施藏粮于地。今明两年，我国每年
推进1亿亩高标准农田建设，到2022年全
国将建成高标准农田10亿亩。

实施藏粮于技。农业生产方式发生
革命性变化，全国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
械化率超过80%，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已
成历史，我国农业进入主要依靠科技装备
驱动的新阶段。

粮食生产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从旧动能转成新动能，丰收画卷越来越斑
斓多彩。今天，无论城市还是乡村，“米袋
子”更充实，“菜篮子”更丰富，我们牢牢端
稳了饭碗，为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赢得了
主动。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质量效益
不断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形势下，要着
力解决农业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
问题，重点从农产品结构、抗风险能力、农
业现代化水平上发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不断深化，农业发展从增产导向转向
提质导向，供给体系的质量效益不断提
升。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产业结构向
优。

“大荒地，地不荒，落地窗前稻花香。”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孤店子镇大荒地村
村民乔明儒说。把优质水稻作为种植结
构调整方向，依托水稻种植、加工和销售，
优质粮卖上了好价钱。

智能温控、喷雾降温、疫病自动识别
诊断……在甘肃省瓜州县德品金麦农业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现代化养殖场，一个

“智慧大脑”平台实现全流程智能化管理。
近年来，我国按照稳粮优经扩饲思

路，稳定东北优势区玉米生产，增加大豆

种植面积5000多万亩。粮棉油糖产业集
中度不断提高，生猪养殖向粮食主产区和
环境容量大的地区转移。

——以提质增效为导向，发展方式向
绿。

天蒙蒙亮，浙江省桐庐县瑶琳镇潘联
村的水稻田里，一笼笼肥硕的龙虾被村民
用虾网拉了上来。村党总支书记徐洪展
说：“小龙虾的代谢产物作为肥料供给水
稻，减少了化肥施用，提升了大米品质，去
年村集体增收5万多元。”

“用秸秆给土壤做被子，养了地，少施
了化肥。”吉林省农安县三岗镇亚宾种植
合作社负责人常亚宾算了一笔账，用了这
项技术，每公顷土地少施化肥200公斤左
右，粮食增产500余公斤。

目前，我国三大主粮化肥利用率达到
40.2%，农药利用率达到 40.6%，分别比
2015年提高5个和4个百分点。全国农产
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达97.8%，累
计创建认定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农产品
5.5万个。

——以融合发展为导向，产业形态向
新。

在黑龙江省五常市杜家镇半截河子
村，村民乔文志领办了现代农业农机专业
合作社，运用数字技术，打造集育种研发、
基地种植、稻米加工、休闲旅游于一体的
新产业，带动周边农民大幅增收。

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重构供应
链，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成为新趋
势。目前，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品牌达 10
万余个，规模以上的农产品加工企业达
7.3万家，农产品加工业年营业收入超过
23.2万亿元。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大国迈
向农业强国

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
家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生
产方式、组织方式、管理方式发生了深刻
变革，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从农业大国
向农业强国迈进。

——从会种地到“慧”种地，农机化水
平不断提高。

“过去，父辈挽裤赤脚、蹚田水，弯腰
劳作一整天也只能耕作半亩田；现在乘坐
式插秧机，一天插秧五六十亩不在话
下……”种了大半辈子地，江苏省泗洪县
四方农机合作社理事长谢成富见证了水
稻全程机械化的变迁。

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发生了根本变
化。1952年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为18.4
万千瓦，1978 年达到 11750 万千瓦，到
2019年达到10.28亿千瓦。

——给现代农业插上翅膀，科技引领
农业未来。

在安徽省凤台县智慧农业园，一个个
玻璃温室大棚里，西红柿、黄瓜等各色果
蔬挂满枝头。技术经理王增辉说：“这里
种着叶菜、茄果类共4个系列28个品种，
全部采用无土栽培，通过有机水溶肥精准
滴灌，营养吸收率比普通种植提高一倍。”

截至2020年，全国农业科技进步贡
献率迈上60%新台阶，比1996年的15.5%
提高了44.5个百分点，良种覆盖率保持在
96%以上。

——提高农业集约化水平，提升农业
生产效率。

“把蘑菇卖到了海外，家庭农场收益
一年比一年好。”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康
怡家庭农场负责人余培英说：“俺家经营
土地120亩，生产食用菌、核桃、蔬菜，年
产值 110 万元，这个规模对俺来说，合
适！”

目前，全国纳入名录系统管理的家庭
农场已超过300万家，全国农民合作社超
过240万家，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超过90
万个。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站在“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
年。

（人民日报）

我国农业农村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农业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线上承诺+线上领券” 两个电商平台发放7折消费券

北京向全市居民家庭试点推广北京向全市居民家庭试点推广LEDLED灯灯

本报讯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日前表决通过了印花税法。

这部法律总体上维持现行税制框架不变，适当简并税目税率、减轻税负。随着印

花税法制定出台，我国现行 18 个税种中已有 12 个税种制定了法律，税收法定加快

落实，税收立法再进一程。

印花税法来了 我国18个税种已有12个立法


